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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
府發言人昨日表示，截至關愛共享
計劃申請期完結日(4月30日)為止，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職津處)共收到
約344萬份申請，並已向所有申請
人發出申請確認通知。不過，有區
議員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昨日仍有
市民反映未收到確認通知。有立法
會議員批評今次「派錢」計劃行政混
亂，促請政府應汲取經驗，下次做
得更好。

議員促加人接電話簡化手續
政府發言人表示，如申請人仍未

收到申請確認通知，應於6月30日
或之前致電熱線3897 1088，或經電
郵 （careandshare@wfsfaa.gov.hk）
向職津處查詢。如職津處確定沒有
收到個別人士提交的申請，會讓他
們補交申請。發言人指出，職津處
正按申請資格審批所收到的申請(包
括與相關政府部門核對資料)，並透
過銀行自動轉賬或以現金支票形式
向成功申請人發放款額。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顏

汶羽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過去幾個月不停收到市民指未收到
辦事處通知，亦有大部分申請者未
收到錢，「今(昨)朝仲有人話未收到
確認通知！」他促請政府從速檢查
所有收集箱，同時加強宣傳，呼籲
未收到通知的申請者盡快與有關部
門聯絡。他續說，職津處的熱線常
打不通，不少有疑問的市民求助無
門，希望有關部門增加人手接聽熱
線，同時加快撥款程序，讓市民可
真正「關愛共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今

次「派錢」計劃行政消息十分混
亂，仍有許多人未收到確認通知，
「不少街坊甚至對是否有錢收存
疑，怨言甚多。」他指政府並無利
用大數據或數碼化去處理今次「派
錢」，令整件事變得複雜化，「好心
變壞事，利民變擾民」，認為政府必
須汲取今次經驗，以期下次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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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署預料
於本年底完成更新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
制，日後長者將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
照顧服務，即取消現行的「雙重選項」安
排，有關注團體質疑政府是為了「做靚盤
數」，以圖縮減院舍輪候冊的人數。行政
會議成員兼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表
示，原有機制評估粗略，亦沒有將認知障

礙長者納入須長期護理之列，政府經多年
研究及諮詢業界後，才決定更新機制，並
非為粉飾輪候數字；他又強調未來「兩條
隊」的長者會更多，「做不到靚盤數」。

「兩條隊」長者將更多
林正財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原有
的安老服務評估機制已有19年未獲更新，

過往做法不夠精準，未能細分社區照顧服
務，以致大多數長者的家人「想買保險」
因而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照顧。政府經過
約6年研究及諮詢業界後，才決定更新安
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他指，新機制比原有機制更敏感及精

準，預計會有更多長者須長期護理，有需
要住院的長者比例將由現時約28%增至未

來的35%。他強調未來輪候院舍及社區照
顧服務「兩條隊」的長者會更多，「做不
到靚盤數」。
另外，在昨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上，多位議員批評新機制不容許長者同時
輪候院舍和社區照顧服務。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表示，坊間評論和報道存在頗
多誤解，指修訂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是更精準了解長者是否需要長期護理服
務，特別是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幫
助，強調不是更改排隊機制。

安老評估未納知障 林正財：更新非篤數

科園高科建斗室 現場施工勁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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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介紹，為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
設，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從創新科技領

域、生產要素流通以及教育醫療領域三方面
進行規劃，而推動建設的最重要的機制是依
靠頂層設計。

聶德權談機制應變專業所長
他以大灣區稅制變革為例指出，現在港
人在內地居住滿183日，則需要申報全球收
入，但是居住的定義是一天24小時，而大
灣區內通常一天內可以來回，這個靈活的設
計機制可以為北上創業和工作的港人提供很
多便利。
他又以大灣區貨運跨境一鎖計劃為例，
指某些貨物在內地生產裝箱後即用電子鎖封
箱，鎖扣自帶定位系統，貨物到香港關口後
則可以簡化檢驗程序，減少檢查次數，做到
生產要素的便捷流通。
他說：「這亦是灣區政府協作設計的變通

機制。」
聶德權還指出，香港在與國際市場的聯
繫和司法獨立等方面都很有優勢，內地則自
備龐大的市場和人才儲備，兩地政府在大灣
區建設中所扮演角色有所不同。特區政府屬
於小政府，主要提供和監管公共服務，在一
些重大事件上也要扮演促成者和推廣者；內
地政府則在規劃和執行推動產業上更有經驗
和效率。兩地政府應各自發揮所長，通力合
作，推動大灣區建設。

楊偉雄則詳細介紹了香港特區政府在創
科方面的投入和進展。他表示，香港和深圳
將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建設近4平方公里
的科技園，其中香港佔地近1平方公里，深
圳佔地3平方公里，兩地共同投資研發，打
造新型創科中心。「河套科技園的談判階段
僅用兩個月就搞掂，這對於香港來說是非常
快的。」足見特區政府對於科技創新的重視
和投入力度。

楊偉雄冀做好深港創科分工
他表示，下一步的工作是與深圳共同探

討園區的商業運作模式，以及劃分兩地分別
負責的重點科研領域，確保不至重疊亦不會
惡性競爭。他希望香港這1平方公里的園區
未來能創造每年500多億元的GDP，並為5
萬人提供就業機會。
他又指，最近香港在科研基金方面有突

破，成功爭取到內地科研資金過河的機會，
其中有9個重點研發專項的基金可供香港本
地大學以牽頭或參與者的身份申請。廣東省
和深圳市也分別對港開放了科研基金申請，
數字均十分可觀。
楊偉雄還向記者們介紹了創科局成立3年

多來取得的成果。（見另稿）
另外，採訪團還到訪大文集團，受到文

匯報執行總編輯吳明等的熱情接待。訪問團
一行還參觀了大文集團全媒體中心及大公報
文匯報兩報報史館，了解兩報光輝歷史。

粵港澳60記者訪政總 聶德權楊偉雄談港優勢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周日閉幕

後，約60名來自大灣區各家媒體的記者組成「粵港澳媒體灣區行」港澳

線聯合採訪團，昨日抵達香港展開訪問行程，首站中午到訪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下午則參觀政府總部，分別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進行訪問。兩位局長向灣區傳媒代表介紹了香港

在大灣區發展中的優勢和戰略，以及香港政府所做的推動工作，並與在場

媒體交流互動，回應大家關注的灣區發展問題。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昨日在接受「粵港澳媒體灣
區行」港澳線聯合採訪團訪
問時，詳述了創科局成立3
年多以來的工作成果。他認

為，局方至今做得最成功的一點是在香港
成功發展了一個創科企業的生態系統，並
且為同類型企業建立了平台以供優秀企業
相互合作。

3年添8獨角獸 融資增近20倍
楊偉雄介紹，創新及科技局於2015年

11月成立。此前，2014年，香港初創企業
僅有1,000家，現今已達2,600多家，增長
約1.5倍；投資界獨角獸公司亦從0增長至
8個。創科類的融資金額，在2014年僅有
10多億元，而2018年度則成功達到180
億元，近20倍增長。香港特區政府近兩年

在創科方面投資不低於1,000億元，受到
了業界廣泛的認可。
他說，今年創科局還第一次爭取到了為

有創科方面突破的私營企業提供額外扣稅
額，這極大地提高了本地企業參與創科的
積極程度。
楊偉雄認為，香港高度國際化的制度和

匯聚人才的能力是不可多得的優勢。目前
香港初創企業中的30%是非本地人創辦，
這顯示了香港吸引外資的條件。同時政府
大力打造的醫療科技和人工智能兩個高科
技創業平台，已經引來不少世界級一流學
府和科研機構在港落戶。
他又指，香港有40多位國家級兩院院

士，4所世界百強大學，其中3所大學還是
亞洲十強，如能實現知識轉移和成果轉
化，香港會成為創科的源頭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楊偉雄談局方成果：
發展生態惠創科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推動創
科發展屬大勢所趨，建造業亦逐漸採用更
多科技，與時並進。料於明年落成的科學
園創新斗室(InnoCell)亦將採用「組裝合成
建築法」興建，以大幅減省現場施工程
序，日後將為科學園內的創科人才和培育
公司提供約500個住宿單位。香港科技園
公司昨日舉行科學園創新斗室啟動禮，出
席啟動禮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
出，「組裝合成建築法」正能解決香港建
造業現時面對建造工人短缺、需要提高工
地安全及生產力問題，政府的建築項目亦
會逐步採用。
創新斗室是在香港科學園旁的住宿大

樓，為園區內科技企業及培育公司的科研
人才提供工作空間及短期住宿單位。樓高
17層的創新斗室佔地3.2萬平方呎，採用
靈活的設計並配以各項共享設施，打造智
慧生活及創新協作的現代化社區。

讚「組裝合成」技術 特首：逐步採用
創新斗室將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興

建，該種創新的建築方式應用了「供製造和
裝配的設計」，在廠房完成預製組件，再在
工地進行裝嵌，大幅減省現場施工程序。
林鄭月娥於啟動禮上致辭時指出，推動
創科發展是本屆政府的工作重點，過去不
足兩年間已投放了約1,000億元政府開支

落實多項措施。
她強調，匯聚科技人才是推動創科發展

十分重要的一環，創新斗室將提供設計靈
活和現代化的住宿單位，以可負擔的租金
水平提供予在科學園工作的專才，入住者
可使用創新斗室內的共用工作空間和輔助
設施，與科技社群互動交流，體驗科學園
的「Work.Live.Play」。
她續說，「組裝合成建築法」充分體現

了「開創智慧生活、實踐建築創新」，亦
可減低建築成本，對工地安全、質量控
制、環境影響、減廢等均大有益處，正能
解決香港建造業現時面對建造工人短缺、
需要提高工地安全及生產力問題。

她表示，發展局會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
推展這個新建造技術，政府的建築項目亦
會逐步採用，例如規劃中的公務員學院；
政府亦會鼓勵其他法定機構或非政府機構
的建築項目採用。
為進一步推動建造業創新，科技園公司

亦於啟動禮上與建造業議會簽訂諒解備忘
錄，攜手加快開發建造機械人及自動化系
統，並推動業界加強創科應用，以期將人
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的革新引進建造業。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指出，建造業與本
地其他行業一樣，正面對數碼轉型，因此
必須加快引進創新科技，以提升生產效
率、安全及成本效益，並縮短建造時間。

■採訪團參訪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聶德權介紹香港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採訪團參訪政府總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楊偉雄談創科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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